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∃ 月 �% 日那天
,

我正在电话上与台湾物理

研究所的同仁讨论今年八月份将分别在北京和

台北召开的第七届亚太物理大会和第二届华人

物理大会的事宜
,

顺便问起
“

袁家骆
、

吴健雄教

授是否赴会
” ,

却惊悉
“

吴健雄两天前不幸逝世
”

的噩耗
&

我震惊得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

多月前我刚得到袁
、

吴教授让人
“

宽怀放心
”

的

新年卡片
,

得知她和袁教授相伴同去台湾出席

了去年的院士会议
,

身体正在
“

安心疗养
,

逐渐

恢复
”

我们都期待着在今年的两个物理大会

上见到吴健雄教授
,

再聆教诲
&

放下电话
,

我急

急与郑志鹏所长通了话
&

郑所长说
∋
所里也得

到了讣报
,

已给袁教授发去了唁电
,

表达高能物

理所全体同仁对吴教授的深深悼念 这些 日子

以来
,

我的心一直是沉甸甸的
,

充满着对吴健雄

教授的深切怀念
&

我第一次见到吴健雄教授
,

是在 �∀% 年李

政道教授为张文裕所长访问美国布鲁克海仪实

验室 �( ) ∗# 举行的欢迎会上
&

昊教授向我们讲

述在离家近 + 年后
,

� ∀,! 年起回国多次访问

的感受
,

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溢于言表
&

那时候
,

她正担任着过去只有男性白人担任的美国物理

学会会长
,

谈到华人在物理学上的成就
,

她说
∋

李政道和杨振宁之比别人高
,

是 由于他们对实

验结果的密切关注和深刻 了解
&

这不由使人想

起吴健雄在 �∀ − , 年初完成的碧证
“

宇称不守

恒
”

的著名实验
&

几年之后
,

我又有机会在北京

的科学会堂聆听吴教授关予这个实验的演讲
,

从中加深了对实验在物理学中的重要地位的理

解
&

或许是她的丈夫袁家骆教授长期在 ( ) ∗

从事研究工作的
.

缘故
,

吴教授对我们这些在

( ) ∗ 访问的中国学者格外关心、当我完成一项

研究作学术报告时
,

吴教授还专门请袁教授向

研究所建议录音和录像
,

以便把美方专家的意

见带回来参考
&

�∀ % 年 , 月底
,

在我临回国前

的一个星期
,

袁教授和吴教授又邀请我到他们

家做客
&

他们的家在纽约市
、

的一座公离楼里
,

离吴教授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很近
,

步行就能

上班
&

家居的布置朴素大方又古色古香
,

散发

出中华文化的浓郁气息
&

我们还在一起拍了一

张照
,

背景上有一幅中国古画
&

这张照片我 一

直珍藏着
,

现在已成为永久的纪念
&

我们的谈

话从
“

星球大战
”

开始
&

那一阵 电视
、

报刊上讲

粒子束武器
,

热得很
&

吴教授却不 以为然
,

说 ∋

加速器就是加速器
,

应当为科学和社会服务
&

吴健雄非常关心祖国的高能物理和加速器事

业
,

详细询问中国高能物理发展计划和实验基

地方案
、

那时候我们正在设计北京质子同步加

速器
,

吴教授说
,

质子加速器很有用
,

象
一

( ) ∗

半 / / / / /

一点成就
,

他就非常高兴
,

给予表扬
,

并广为宣

传
&

我个人在 �∀ + ∃ 年 发表 了 一篇关于中微子

探测问题的文章
,

吴有训先生见到后很是赞赏
,

并亲自代为请求范旭东奖金
&

对此我感到十分惭

愧
,

我的工作实在微不足道
,

可吴老师给我以莫大

奖励
,

这激发我更加勤奋地学习和工作
&

吴有训老师在政治上也是我们这些学生的

榜样 他热爱 祖国
,

十分敬佩毛主席
,

高度评价

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 民作出的伟大功绩
、

他在

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

间
,

接见过许多外国的科学家和学术界著名人

士
,

并多次出国参观访问 他总是借各种机会尽

力宣传人民中国的各项成就和新旧社会的巨大差

别
,

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
、

他善于辞

令
,

发音宏亮
,

博得外国人士的钦佩与赞扬
&

吴有训先生将永远是我深深怀念的老师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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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起任何特殊的科学理论来
,

对人类的价

值观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科学的方法论
&

1 一刊断蒂芬
&

2& 梅森

科技竞争
,

是国际竞争的核心
&

提高全民

族的科学文化素质
,

是振兴中华的战略任务
&

加强科学方法教育
,

成了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发

展的总趋势
&

规范科学
、

方法
、

科学方法 等概

念
,

是其中一个基本的
、

重要的课题
&

一
、

科学
、

方法
、

科学方法

科学源远流长
,

不存在突兀而来的起点
&

的 3 4 5 上就出了许多成果
,

而电子对撞机也

是一个方向
,

她还让我到康奈尔大学去看一看
,

说那里刚建成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价65 7 #
&

我们

又谈起海峡两岸的科技合作与交流
,

昊健雄说
,

我赞成
“

三通
” ,

通邮
、

通商
、

通航
,

没有理由再把

两岸隔离开来
&

在去餐馆的路上
,

遇到一位从台

湾到纽约参加国际会议的学者
&

在谈到会上内地

和台湾的代表切磋交流
、

关系融洽时
,

吴教授连

声说好
,

好0还说
,

希望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以后可

以不用在第三个地方聚会
&

� ∀ %% 年底
,

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�( 6 89 #

建造成功
,

昊健雄和袁家骆在南京参加了吴健

雄物理奖颁发大会后
,

来到北京访问
二

吴教授

急切地想知道北京对撞机的情况
,

刚到北京就

约我到她下榻的北京饭店叙谈
&

我带去了刚出

版的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通讯》和其他资料
,

昊教授看了 ( 6 89 上亮度探测器的时间谱
,

高

兴地说
,

这正是正负电子对撞的证据
,

并关心地问

当时亮度多高
、

还有多大潜力等∋她还饶有兴趣地

读了《通讯》上我写的一篇关于 ( 689 调束过程

的报道
,

并纠正了其中几处英文语法错误
&

�∀∀ ∃ 年 − 月
,

吴健雄和袁家骏教授来北京参

加在钓鱼台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的聚会和会

然而
,

它有两个主要的历 史根源
&

首先是技术

传统
,

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 一代传下来
,

使

之不断发展 二其次是精神传统
,

它把人类的理
’

想和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
&

科学就是人类在

历史上不断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

着的技术
、

经验和理论知识
&

今天的科学
,

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比较晚期

的成果
&

它起源于 �, 世纪
,

是 以理性思考和导

致人们透彻理解自然现象的方法为其特点的知

识构体
&

更一般地说
,

现代科学就是 人类对客

/ / / / 声 / / / / / 水 / / / / / / / /

后的一系列活动
&

昊健雄
、

杨振宁
、

李政道从美国

来了
,

昊大酞从台湾来了
,

同周培源
、

赵忠尧
、

何泽

慧
、

王淦昌
、

朱光亚
、

卢嘉锡
、

周光召等内地的科学

家欢聚一堂
,

和江泽民
、

李鹏等国家领导人亲切会

见
&

在请吴健雄在一张绘有 (689 上 ∋
轻子质量

精确测量结果的纪念封上签字时
,

她兴奋地说
∋

我的两个梦想现在都变成 了现实
,

一个是中国

人在 自己的加速器和谱仪上做出了世界级的物

理成果 : 另一个是海峡两岸的中国科学家在自

己的国家里欢聚在 一起⋯
, ·

,&

昊健雄教授安祥而平静地离开了我们
&

在

袁家驹教授寄来的讣告上写道
∋ “

遵重吴健雄

先生一惯俭朴的作风
,

亲朋好友请免送花圈
,

您

可将买圈之意代之于向昊健雄先生身前所创立

的吴仲裔教育基金会的捐赠
,

以表示我们对吴

健雄先生数十年如一 日孜孜不倦关心中国教育

事业的崇高敬意
” &

当我委托在 美国的亲友将

一点菲薄的资金寄向基金会的时候
,

心头洋溢

着对昊健雄教授这位被誉为
“

中国的居里夫人
”

的科学泰斗的深深敬意
&

她对于 ∃ 世纪物理

学的卓越贡献将载入人类科学的史册 二她对祖

国的热爱和对青年的关怀
,

她 的诸多美德和高

尚情操
,

值得我们永远学习
、

奉为楷模
&

∀ 卷 + 期�总 −∃ 期#


